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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德育管理一体化科学性实践研究 

牟友林，教育科学论坛，2021 年第 7 期 71-73，期刊 

关键词：中小学德育管理一体化 科学性 实践研究 

展开中小学德育管理一体化科学性实践，应遵循“尊重客观规律”“言

行统一、团结一致”“循序渐进、示范为先”“悦纳包容”四个原则，采取

德育目标和内容切分、道德理论歧见清零、案例研讨、德育科研“四个策

略”，建立学科德育课程群和德育实践活动课程群；设置 1 至 9 年级一体

化德育学段目标，展开中小学德育管理一体化科学性评估。  



 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的现实困境及机制建设探究 

韩春红、沈晔，中国电化教育，2021 年第 2 期 8-13，期刊 

关键词：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 德育一体化 机制建设 立德树人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是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关键。该文

结合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的内涵，指出当前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的工

作实践中呈现了以下现实困境：德育的主副渠道一体化还有待加强，德育

一体化的评价考核和总结推广难以一体化实施，德育一体化中的教师主导

性和学生主体性发挥不足，德育一体化中的政府功能需要及时补位。推进

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应及时健全德育资源保障机制、德育一体化评价-反

馈-推广联动机制、德育一体化动态监测机制和教师德育能力更新机制，

作为突破现实困境的重要路径。 

 

 

 大中小学一体化德育体系构建的现实需求和意义探析 

李煜，大学，2021 年第 4 期，145-146，期刊 

关键词：大中小学 一体化 德育体系 构建现实需求 意义 

大中小一体化的德育体系构建，指的是从小学时期到大学时期，在每

个不同教育阶段进行的德育一体化建设。高等学校在探索教育实践的过程

中，由于不同年龄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及心智发展特点不同，需要采取恰当

的德育方法，针对不同的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德育活动，保障学校德育的

科学化和合理化，最终全面确保大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 

  



 用思政课单元主题做串联，构建中小学一体化德育活动体系 

白宏宽，北京教育，2021 年第 5 期 17-18，期刊 

关键词：中小学 一体化 德育体系 

2020 年教育部新修订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强调，思政课

的实施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学科逻辑与实践逻辑、

理论知识与生活关切相结合的活动性学科课程”“通过一系列活动及其结

构化设计，实现'课程内容活动化'……”这些要求既明确了思政课实施的

具体原则，又切中了当前思政课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害。 

 

 

 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的价值探寻及实施路径分析——以大中小

学思政课为视角 

陈怡君，公关世界，2021 年第 12 期 56-57，期刊 

关键词：思政课 大中小学 一体化建设 

在我国的学校课程教育体系中，思政课作为学校开展德育的依托课程，

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根据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及特点，对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进行价值探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

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精准指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的新要求和新方向，但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在一体化的衔接方

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因此探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的路径

显得尤为重要。  



 公民意识教育:中学德育主题一体化活动设计探微 

龚敏芝，中小学班主任，2021 年第 9 期 45-46，期刊 

关键词：德育主题一体化 活动设计 公民意识教育 

德育与培养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休戚相关。

文章根据中学德育主题活动的现状，提出了德育一体化活动设计的基本思

路，力求从德育活动目标设计和实施设计出发，在德育活动内容设计系统

化、德育知识教学设计多样化、德育活动设计学科融合化三个维度进行"公

民意识教育"活动设计探索，以期为中学德育主题一体化提供借鉴和思考。 

 

 

 深度衔接:九年一贯制学校团队一体化建设策略 

恽瑶，文存阅刊，2020 年第 51 期 77-77，期刊 

关键词：九年一贯制学校 团队一体化 体系构建 

团队建设是提升中小学德育教育工作的基础，也是保证少先队工作有

序推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工作实践中，需要充分发挥学校团队的工作优

势，不断提升团、队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在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背景下，

要加快学校团队一体化的建设，形成完整性的教育体系，带来支撑和引导

作用。本文对九年一贯制学校团队一体化建设的策略进行阐述。 

  



 基于 U-S 合作模式的大中小德育一体化体系构建研究 

薛月爱、黄丽燕，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6 期，33-35、97，期刊 

关键词：U-S 合作模式 德育一体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站在大中小德育一体化的视角看，当前德育仍然存在着德智比重失调、

德育重复性、表面化的问题。阻碍大中小德育一体化有效推进的原因既有

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客观因素，也有思想认识、能力缺乏等主观因素。

当今流行的 U-S 合作模式是一种大学与中小学协同合作、资源共享、优势

互通的利好模式。探索 U-S 合作模式下德育一体化的路径，应从三大要素

着手，打造 U-S 合作德育平台，构建人才输送良性模式，回归教育的主体

学生。 

 

 

 构建北京市大中小一体化德育课程体系 

刘芳，北京教育（普教版），2020 年第 6 期 16-17，期刊 

关键词：大中小 一体化德育 

大中小思政课建设是一体化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重要保障”。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成立后，将“北京市大中小一

体化德育课程体系研究”作为三大重点研究项目之一，集中力量进行攻关。 




